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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附着物或形式
,

这就是各种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制度
。

比如道德观念

教育
、

行为规范约束
、

法律规范约束就是其中的几种现实的实现形式
。

其中道德是观念上的
,

要通过启蒙
、

熏陶
、

教育
,

是事先预防性的 法律

是行为上的
,

具有事后的强制性特点
。

它们所贯彻的原则和内容都是

一致的
、

相通的
,

只是所体现的形式和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
。

在具体实

现时
,

应当根据不同领域
、

不同对象
、

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
,

注意采取

不同的实施方式
。

如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或尚不健全的条件

下
,

既需要道德教育
,

更需要行为规范
,

甚至需要法律的约束规范
,

以

促进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观念和诚信原则的形成与实现
。

这期

间还要注意职业道德规范与职业纪律规范的不同
。

职业道德规范属于

个人主观自律范畴
,

职业纪律规范则是职业或行业整体自律的要求
。

要维护职业或行业整体利益
,

仅有职业道德规范是不够的
,

还必须要

有职业纪律规范
,

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实施必要的惩戒
。

总之
,

不同领域的道德与诚信
,

其内涵和内容会有所不同
,

其实现

的方式和方法也有所不同
。

因此
,

不能简单地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道

德与诚信涵盖具体领域的道德诚信
,

更不能简单地将不同领域的道德

和诚信概念不加区分地搬来借用和相互替代
。

当然
,

如何区分和比较
,

还需要各方面专家共同研究和探讨
,

在此笔者只是抛砖引玉
,

借几个

相关概念的辨析
,

对会计职业道德和行业诚信建设的深人研究和具体

实施
,

冒昧地提出一种不很成熟的思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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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引言

企业的价值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价值创造及

能否在市场经济中缔造竞争优势
。

为了获取竞争优势
,

企业

必须 日益关注价值链的异质性及漂移性
。

企业价值链的异质

性来自于不断创新导致的不可模仿性与核心能力
,

而由工业

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则使价值链的重心由实物资产投资

的规模效应
“

漂移
”

至无形资产
,

从而使无形资产对企业价

值的驱动作用 日益凸显 企业的创新主要是通过加大研究开

发费用的投人而实现的
。

知识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企业资

产结构的重塑
。

企业的资产可分为实资产
,

硬资产
、

金融

资产
、

虚资产 及软资产
。 江其中

虚资产是指那些本质上并非资产 资产的本质是未来的经济

利益
、

而只是在权责发生制下具有借方余额的项 目② 硬资

产是指那些具有实物形态的资产
,

如固定资产
、

存货等 金融

资产是指那些容易受到汇率
、

利率
、

期限等因素影响
,

使其可

回收额具有不确定性的资产 软资产则是指那些缺乏实物形

态
、

能够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的超额未来经济利益的资产
,

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无形资产 专利权
、

商标权
、

非专利技术
、

特许使用权等
、

组织资本
、

智力资本
、

人力资本等
。

工业经济

时代
,

由于追求规模经济的刺激
,

实物资产成为企业资产负

债表中的主要资产
,

同时由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传统会计模式

的影响
,

资产负债表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副产品 —
“

虚资

产
” 。

随着企业经济活动中科技含量的增加
,

规模经济的优势

出现了
“

瓶颈
” ,

实物资产投资 日益饱和且无法维系和构筑

企业的持续性竞争优势
。

为了确保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

势
,

企业逐渐转换了竞争战略
,

要么采取剥离 一 战

略 ③、

要么增加研究开发活动的投人
,

以创新求发展
、

以创新

寻求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
。

企业通过加大 投人力度及相

关的创新活动
,

使得企业资产结构潜移默化
,

无形资产的比

重 日益增加
。

时至今日
, “

当今社会财富和经济的增长主要受

无形资产的驱动
’, 湮的论断已获得普遍认可

。

二
、

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现状
、

经济后果及原因

尽管无形资产 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
,

但会计的发展并未

充分地对市场经济中的这一新现象产生
“

反应
” ⑤,

与无形资

产相关的研究开发费用几乎从财务报表中神秘地
“

蒸发
”

了
,

虽然有时企业财务报表中有无形资产的项 目
,

但按照公

认会计原则确认的无形资产却根本无法反映无形资产的真
正价值

。

下面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⑥ 《财富 》杂志

年世界 强排名中
,

通用汽车公司排名第一
,

其年销售额为

亿美元
,

资产总额为 亿美元
, 《拟 年 月 日

的股票市场价值为 亿美元 微软公司排名第 位
,

其销

售额为 亿美元
,

资产总额为 亿美元
,

而其股票市

场价值在 侧吠 年 月 日却高达 亿美元
,

相当于通用汽

车的市值的 倍左右
,

与其净资产账面价值 亿美元

的背离更是高达 倍之多 如何解释这一背离 恐怕最终还

得落脚到软资产尤其是无形资产上
。

因为
,

厂房
、

存货等实物

资产并非微软最主要的资产
,

而隐匿在财务报表之外的大量

缨 时奋遨仇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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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形 资产 会计 的相 关 问题 综评与探讨
‘

上

厦 门大学 葛家封 杜兴强

的软资产 —如智力资本及知识产权才是关键
。

美国 《商业周

刊 》公布的
、

排名世界第
、 、 、 、

的品牌及其价值为 可 口可乐

亿美元
、

微软 亿美元
、

诺基亚 亿美元
、

迪

斯尼 亿美元
、

美国电话与电报公司 亿美元
,

但是

这些公司的财务报表却无一例外地将如此巨额的无形资产
“

遗

漏
”

了

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过程需要巨额支出
,

且这部分巨额的支

出却具有管理会计中所言的
“

沉落成本
”

的性质 而一旦研制成

功
,

边际成本 与先期研究开发支出相 比 则极其低微 ⑦ ,

但 目前

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无形资产却在
“

可验证性
”

的借 口 下
,

只反映

边际成本 如律师费
、

注册费等
,

真是
“

拣了芝麻
,

丢了西瓜
” ⑧

这好比实物资产如固定资产的计量只反映了运费
、

安装调试费

等
,

却丢弃了购买成本 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 企业的市场价值与

其账面价值严重背离
,

且大量的
、

本应能够反映企业价值的信息

被隐匿 在了表外 —
以 的研究发现

,

年左

右标准普尔 家公司的平均净资产倍率几乎达到
,

这

意味着每 美元的公司市场价值大约只有 美元体现在了资产负

债表中
,

而大约有 美元左右则保留在无形资产中
。

噪怪在 以卫〕

年 月 日美国参议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
, 、

晚
、 、 ’

吸 等五位实务界和理

论界的听证专家感慨
“

现在是将 世纪 年代的财务呈报系统应

用于 世纪
” 。

鞠卜么
,

在知识经济下
,

无形资产上述的会计处理将

导致什么样的不 良后果 有形
、

无形资产信息披露不对称

的内因是什么

在 目前的财务会计 与报告模式下
,

将有形资产的支出进行资

本化
,

而将无形资产的支出 主要为 支出 直接费用化
,

这种

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不对称性直接导致了两者在

信息披露方面的不对称性
。

下面我们将层层递进地解释目前无形

资产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的不对称性将可能导致的经济后果 负

外部性 及可能的原因
、

利用无形资产进行相应的会计操纵
。

姑且不论无形资产研

发支出费用化或资本化何者更为合理
,
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
,

那就

是将无形资产形成 研制 过程中的支出进行费用化
,

相比较于

资本化而后进行摊销
、

或者允许企业在资本化和费用化会计政策

之间进行选择而言
,

企业管理当局会计政策
“

选择域
”

尽管未曾

扩大
、

甚至更彰显刚性 ⑩ ,

但其实却有可能导致管理当局相机
一 进行无形资产投资

,

借以操纵各期的利润
。

因为

是否进行无形资产投资以及进行无形资产研发支出是企业的商

业秘密
,

管理当局完全可能掌握对外进行相关信息披露的时机
。

在补偿 激励 方案存在时
,

管理当局就可能出于个人私利的考

虑
,

有选择地在某一年将研究开发费用进行披露
,

并完全费用化
。

而且需要注意的是
,

这样的相机处理将导致企业利润与费用化的

无形资产支出按照 的比例变化
,

但若无形资产资本化并摊

销
,

其对利润的影响比例是 代表摊销年限
。

也许
,

费用化和

资本化都可能导致管理当局进行相关的会计操纵
,

前者未必就一

定比后者的经济后果严重
。 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

,

我们选择什么样

的参照系 基准
、

合理
、

中性的会计政策 ⑧、

什么样的时间横截面

进行判断 若以无形资产研发支出资本化
、

并逐期计提减值准备为

参照 该方法的合理性本文后面将涉及
,

那么何者对企业利润的

影响更大则是不言而喻的
。

此外
,

值得一提的是
,

费用化有时会被

企业的管理当局和财务分析人员所支持
。

因为费用化本身就具有

以
“
以现在换未来

”

的意味
,

前者支持费用化是因为如此进行处理

确保了未来的利润及成长性
,

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未来净资产

收益率提升的可能性 而后者支持费用化的动机很简单
,

那就是财

务分析师往往属于风险规避者
,

他们不愿意承担无形资产研发支

出资本化带来的不确定性 —因为如此可能使其预测与企业的实

际产生背离
。

殊不知
,

财务分析师最为担心的不确定性并不因费用

化或资本化而有本质区别
,

若干实证研究结果表明
,

企业管理当局

可能采取逆向选择的方式
,

迎合财务分析师的预测结果
。

、

极度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缺乏信号传递功能和缺乏透

明度
。

无形资产研发支出不加区别的完全费用化
,

将可能使会计信

息失去基本的
、

直接的信息传递功能
。

投资者在缺乏相关信息的情

况下
,

普遍将研制中的无形资产上发生的研究开发支出当作好消

息并产生 了积极的反应 玩
, 。 ,

因此

公司的估价并未因费用化而降低
。

这意味着公司管理当局从费用

化中得到了所有能够得到的好处 —包括当期股价的非负变化及

未来报告激增的可能性
,

但是却留给了投资者一种浑浊的 卜
、

最小的
、

不充分和缺乏透明度的信息
。

在这种关于无形资产

的信息披露格局下
,

管理当局拥有过多的私有信息
,

往往以牺牲投

资者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个人私利
,

其终极结果可能是
,

蟠然醒悟

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诚信失去信心
,

以呼吁 和退出

的方式对企业进行
“

惩罚
” 。

引用 一

的研究结果阐释了这样一个命题
“

无形资产本身的不确定性增

加了公司价值的不确定性
,

而不确定性的程度可能与无形资产投

资的强度正相关
,

即在浑浊信息的情况下
,

随着无形资产投资强度

的增加
,

企业的价值将变得更为不确定
”

非原话
。

、

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缺乏将导致
“

劣币驱逐 良币
”

及企业

价值的低估
。

在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浑浊的现实下
,

企业若要以 股

时‘妞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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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筹集 金额的资金时将面临如下的非完全信息动态信号博弈

代表筹资收益
,

且
,

为资本成本 ⑩

、、

落云沪竺几几
接受 拒绝

股股股权 ,匕例 、 股权比例

高高利润 一 一 ,一 ,
· , ·

‘ ,
, ·

“ ,,

低低利 润 一 〔, 一 ,
·

〔 ,
, ·

⋯
, ·

,

显然
,

该博弈的混合策略贝叶斯均衡成立的条件为
·

·
一

态的概率

而 蕊 卫 代表投资者认为企业利润是低状

由此确定的混合策略贝叶斯均衡点为
·

‘ 一
· ·

问题在于
,

初始博弈状态时
,

投资者往往对无形资产上的

投资反应积极 一辛 ,

升 意味着上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

弈存在均衡点
。

若投资者确信企业利润属于 状态
,

所要求的权益

比例
。
的临界点为

·

,

即 “ 〕
·

。

然而一旦浑浊

的信息使投资者受到损失并对资本市场诚信产生质疑时 升
,

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达到均衡 日益困难
,

因为高利润状态无

法和低利润状态进行辨别和区分
,

导致
“

对于管理当局提出的筹

资条件 体现为股权比例
,

低利润状态比高利润状态更有吸引

力
’, 猛二一即在缺乏无形资产的必要会计信息披露时

,

信息浑浊导

致资本市场中高利润状态的企业必须补贴低利润状态的企业
,

最

终高利润状态企业将退出
。

这是典型的
“

劣币驱逐良币
” 。

如上博

弈揭示的内涵也可以这样理解
,

无形资产信息披露的不对称必将

诱致公司资本成本的激增
,

最终影响无形资产投资的投人
,

对于

高科技公司尤其如此
。

高的资本成本意味着无形资产价值及企业

价值的系统性低估 尹
。

注释

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 目 及福建省
“

十

五
”

社科基金 的阶段性成果
。

本文将主要关注企业 自

创无形资产的会计问题
。

①
, , “

。 。

, ” ,

②由于公认会计原 则的制约 以及剩余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往

往由企业管理 当局所天然的加 以控制
,

所以 导致这些项 目往往需

要逐期进行分摊 可能是出于平滑的 目的等
。

另外
,

值得思考的

是
,

资产负债表中大量的
、

不知所谓 一 一 一 的项

目的存在
,

迫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
—

“

要素的定义决定要素的

确认与计量
”
亦或反之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和完善

,

试图推

行前一种思路
,

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有时却恰恰相反
。

③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观察到 自 世纪 年代后期 以来
,

全球

范围内的剥 离活动此起彼伏 之前出现了五次兼并浪潮
。

④转引 自
, “ , 。

, ’ , ,

⑤正如 山 所说
,

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
。

⑥引 自葛家封
、

杜兴强
,

《中级财务会计学 》 下
,

中国人民

大学出版社 年版
,

第 页
。

⑦正如 所指 出的
, “

企业要想利润翻番
,

实物资产的投资

规模一般要成比例 的增加 而 企业为了销量增加一倍
,

在无形资产

上的追加投资往往微乎其微
” 。

⑧可能存在着极少数的例 外
,

如软件开发成本
,

除此之外
,

几

乎所有的无形资产投资在财务报告中都要进行费用化
。

⑨此外
,

不应该将 美元全部归因于无形资产
,

因为在 目前财

务会计与报告模式下
,

资产大 多是以历 史成本确认在财务报表中
,

因此应该首先调整资产的历 史成本为市场价格或重置成本 类似

于 的计算
。 《刃 的有关 内容转引 自

, “

邵
,

’
’ ,

, , 一
·

⑩转引 自
, “ , 。

鳍
” , , ,

⑧该问题最初见
。

⑩因为若允许在资本化与费用化之间进行选择
,

等于扩大 了

企业管理当局会计政策的可选择域 而若允许资本化而后进行分

期摊梢
,

虽然属于会计估计的范畴
,

毕竟使管理 当局进行会计处理

的灵活性有所增加
。

⑩譬如
,

逐期摊销可能导致平滑化的假象
,

而无法揭示无形资

产计量和管理的真相 等
。

⑩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
,

欲判断物体的运动情况
,

必须

选定一个参照 系
。

⑩因为投资者在缺乏相关信息的情况下
,

可能会乐观地认为

一次冲销或费用化可能只是暂时现象
。

譬如
,

因为无形资产投

资导致 年度第三季度亏损 亿美元时
,

公司的估价反倒上

升 了接近 亿 美元
。

转 引 自
, “

哪
,

’
’ , , ,

⑩杜兴强 曾借助该博弈说明公司治理 背景下会计信

息披露的变迁
,

其结论同样适用 于无形资产的信息披露
。

详细可参

见
, , “

印 以

” ,

,

一
,

“

, ’ , , 一 高峰

译
,

《博弃论基础 》
,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
。

⑥此时均衡存在
,

当且仅当如下 两个关 系被满足

〕
·

一
· 卫 荃工二

一 一 、二 贷卫孚士业
找

这属于典型的高利润状态必须补贴低利润状态
。

⑩
“ ’

’

迫使我们联想起 了 在 的 文

章中提出的
“

柠檬市场
”

现象
,

其实无形资产及企业价值的低佑很

大程度上是由于如上揭示的原因
。

编挥 李泽国

鬓 时奋遨仪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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